
HIV感染者的不安全性行为是指与非HIV感染

者或感染状态未知的同性或异性发生的未使用安全

套的性行为［1］。研究表明，HIV感染者在被告知感

染后继续保持性活跃，33.3%～47.2%的感染者仍存

在不安全性行为［2-4］。这种不安全性行为，除了传

播 HIV 外，也使 HIV 感染者自身暴露于潜在的其

他病毒和细菌感染的危险中，从而影响其自身健

康状况［5-7］。HIV感染告知对减少不安全性行为的

作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

方式，了解湖南地区HIV感染者感染状况告知前后

不安全性行为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探索HIV感染

告知对HIV传播的影响，为今后开展行为干预工作

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2013年3－7月在湖南省长沙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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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 HIV 感染者在感染告知后不安全性行为的变化及影响因素。方法

2013年3－7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和衡阳市依据国家艾滋病诊断标准选取确诊感染HIV且已知晓自

身感染状况 1年以上的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面对面访谈。结果

本研究共收集268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率由告知前的98.8%下降为告知

后的 12.7%。男性是感染告知后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保护因素（OR＝0.443，95%CI：0.209～

0.937）、调查对象与伴侣共同生活是危险因素（OR＝2.549，95%CI：1.053～6.174）。结论 HIV感

染告知能显著降低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率，女性及与伴侣共同生活的患者在感染告知后发生不安

全性行为的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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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unsafe sexual behaviors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HIV-positive persons after being notified as HIV seropositive. Methods Questionnaires were
employed in HIV-positive persons whose testing results being notified over 1 year in Changsha and
Hengyang between March 2013 and July 2013. Results Interview was carried out on 268 HIV-
positive persons who reported having considerable variability in unsafe sexual behaviors. The
incidence of unsafe sexual behaviors declined from 98.8% to 12.7% after being notified as HIV
seropositiv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unsafe sexual behaviors after the notification would include gender
（men OR＝0.443，95%CI：0.209-0.937）and living with sexual partner（OR＝2.549，95%CI：1.053-
6.174）. Conclusion Notification regarding one’s HIV seropositivity could considerab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unsafe sexual behaviors in HIV-positive persons，however，women and those who were
living with sexual partners seemed likely to keep practicing unsafe sexual behavior，there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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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医院、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衡阳市第三医

院艾滋病门诊、衡阳市第五医院艾滋病门诊和常宁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前来咨询或领取抗艾滋病

药物的HIV感染者中，依据国家艾滋病诊断标准［8］，

选取所有符合条件的HIV感染者为调查对象。纳入

标准为本人已知晓自身HIV感染状况满 1年以上，

且自愿参与本研究。

2. 调查方法：对调查对象通过面对面访谈进行

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

状况、职业、收入、居住状况等人口学信息，在知晓感

染前后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状况。不安全性行为定

义为与非HIV感染者或感染状态未知的性伴发生的

不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包括全部性行为都不安全和

部分性行为不安全（有时戴套，有时不戴套）两类。

3. 统计学分析：使用EpiData 3.0软件录入数据，

采用 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2检验和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对调查对象告知前后不安全性

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分析采用LR

向前逐步回归法（α入＝0.05，α出＝0.10）筛选变量，分

类变量以哑变量代入模型。

结 果

1. 人口学特征：本次调查期间在 5个项目点共

发现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 317人，收回问卷 300份，

经逻辑检错剔除无效问卷24份，同时剔除感染告知

前后均无性行为发生的 8 份问卷，有效问卷为 268

份，有效调查率为 84.54%。268名调查对象的感染

诊断时间为开始调查时间（2013 年 3 月）前 1 年以

上，多数为 2010－2011年确诊的病例，在确诊后及

时进行告知。调查对象年龄最小为 20 岁，最大 73

岁，年龄M为 39.5岁；66.8%为男性；农民占 30.9%；

文化程度以初中最多，占33.7%；家庭平均月收入以

1 000～元组最多，占35.8%。见表1。

2. 不安全性行为发生率的变化：调查对象感染

告知前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率高达 98.8%，感染告

知后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率下降至 12.7%，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403.617，P＜0.05）。见表2。

3. 不安全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感染

告知前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与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平均月收入、职业、性取向、艾滋病相关知识、与

伴侣共同生活及感染途径无关。感染告知后6个月

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与性别、性取向、与伴侣共同生

活及感染途径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而与年龄、文化

程度、平均月收入、职业、艾滋病相关知识、告知前性

行为状况等因素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表3）。

4. 不安全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以告

知后是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为因变量，以地区、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职业、性取向、艾滋

病相关知识、与伴侣共同生活及感染途径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

查对象告知后6个月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与调查对

象的性别（男性 OR＝0.443）及与伴侣共同生活

（OR＝2.549）有关。见表4。

表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n＝268）

人口学特征

地区（市）
长沙
衡阳

性别
男
女

年龄组(岁) a

20～
30～
40～

文化程度 a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在婚或同居
离异或丧偶

职业 a

农民
商业服务
家务及待业
其他

平均月收入（元）a

无收入
＜1 000

1 000～
≥3 000

寻找伴侣最常去的场所
酒吧、歌舞厅、茶室、会所
浴池、桑拿、足疗、按摩厅
公园、公厕
互联网联系
其他
注：a 各项指标以有效回答问题人数为分母

人数

70

198

179

89

64

68

132

62

90

57

58

66

161

41

81

40

47

94

77

49

95

44

44

52

19

47

106

构成比（%）

26.1

73.9

66.8

33.2

24.2

25.8

50.0

23.2

33.7

21.3

21.7

24.6

60.1

15.3

30.9

15.3

17.9

35.9

29.1

18.5

35.8

16.6

16.4

19.4

7.1

17.5

39.6

表2 感染告知前后不安全性行为发生率的变化（n＝268）

性行为类型

从不使用安全套

有时使用安全套

合 计

告知前6个月

人数

188

77

265

构成比
(%)

70.1

28.7

98.8

告知后6个月

人数

23

11

34

构成比
(%)

8.6

4.1

12.7

χ2值

212.798

59.223

403.617

P值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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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Weinhardt 等［9］的研究发现，感染告知后部分

HIV感染者仍存在多性伴、无保护的肛交或阴道性

交等不安全性行为。Cleary等［3］的调查发现，近 2/3

的感染者在感染告知后性行为活跃，超过1/3存在不

安全性行为。本次调查人群年龄20～76岁，大部分

处于性活跃期，感染告知后6个月内调查对象不安全

性行为的发生率由感染告知前 6个月的 98.8%下降

为感染告知后 6个月的 12.7%。本研究结果与国内

张丽芬［10］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低于国外相关研

究结果［2-4］，其原因可能受到文化及多种因素的影响。

调查对象中女性相比男性更易于发生不安全性

行为，且不安全性行为发生率的下降明显低于男性，

与McGowan等［2］，Weinhardt等［9］及Venkatesh等［11］的

研究结果一致。Aidala等［1］的研究发现，18%的女性

HIV感染者通过性交易获取金钱，而通过性交易获

取金钱者更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致使女性的不安

全性行为下降比例少。与伴侣共同生活者发生不安

全性行为的概率高于不与伴侣共同生活者，与国外

很多研究结果一致［1，12-13］。其原因可能是感染者不

愿意告诉伴侣自己的感染状况，而维持以前的不安

全性行为方式。

综上所述，HIV感染告知后不安全性行为发生

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种下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对女性和有性伴侣的HIV感染者需要特

别加强行为干预和宣传教育，以减少其不安全性行

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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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感染告知后不安全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项 目

性别

男(n＝179)

女(n＝89)

性取向

同性恋(n＝27)

异性恋(n＝220)

双性恋(n＝21)

感染途径

性传播(n＝246)

注射毒品(n＝10)

其他(n＝12)

与伴侣共同生活

是(n＝161)

否(n＝107)

注：a 采用似然比χ2法计算

不安全性行为
人数

16

18

2

32

0

29

4

0

27

7

发生率
（%）

8.9

20.2

7.4

14.5

0

11.8

40.0

0

16.8

6.5

χ2值

6.836

7.141

8.090

6.071

P值

0.009

0.028a

0.018a

0.014

表4 告知后不安全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变 量

性别（对照＝女）

男

与伴侣共同生活
（对照＝否）

是

常量

β

-0.815

0.936

-2.108

sx

0.382

0.451

0.457

Waldχ2

值

4.540

4.302

21.254

P值

0.033

0.038

0.001

OR值(95%CI)

0.443(0.209～0.937)

2.549(1.053～6.174)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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